
伏小麦植株体内无机氮含盆较未倒伏的高 4 o p p 尔
,

而

无机钾含里则低 2 33p p m (表 4 )
。

看来氮多钾少
、

营养

失调与小麦倒伏有密切关系
。

0
.

08 7%
,

这表明高肥田上的小交质 t 好
,

所以积极培

肥地力
,

既可增加产量
,

又可提高产品的营养价值
。

(
表 4 小麦植株体内无机养分含t ( p pm ) 表 5

不同土滚肥力水平对小麦

种子质 t 的影响

处处 理理 无 机 振振 无 机 钾钾 无 机 礴礴

未未 倒 伏伏

;::::
2 9 0 555 2 6

。

魂魂

侧侧 伏伏伏 2 6 7222 舀5
。

222

解决倒伏问题
,

首先应从选种抗倒伏品种入手
,

同

时又必须注意改进栽培技术
。

一般小麦高产田
,

冬前

群体都比较大 (总茎菜数在每亩 60 万以上 )
,

适当培土
,

除可控制群体
、

抑制或压低分菜外
,

并有壮秆作用
,

.

因

而能提高小麦的抗倒伏能力
。

1 97 8年小麦 (郑引一号 )

生长后期
,

在同样气候条件下 ( 5 月 8 日降雨 1 9
.

4 毫

米
,
5 月 29 一 30 日降雨 61

.

3毫米
,

风力 7 级 )
,

冬前12

月中旬未培土的
,

于 5 月 8 日降雨时就倒伏了 60 %
,

而

培土的在 5 月 8 日降雨时未倒伏
,

到 5 月 2 9一 30 日下

大雨
、

刮大风的情况下才倒伏
。

这时小麦已接近成熟

期
,

对产量虽有影响
,

但较 5 月 8 日倒伏的要轻得多
。

根据调查
,

5 月 29 一 30 日倒伏的较未倒伏的仅减产 8
.

8

%
,

而 5 月 8 日倒伏的减产 1 3
.

6 %
。

看来冬前结 合 小

麦生长悄况适当培土
,

对提高抗倒伏能力有较好作用
,

而且简单易行
,

值得提倡
。

一一
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

」竺今l
一

…
一

全堕璧
一

…
一

竺生!二鲤
钊

( 19 7 8年 ) } 1 0 18 ! 12
.

0 } 0
.

8 2 3

高 肥 }
_ _ _

} }
_ _ _

一一二一
竺一阵

-竺生一 }一 2竺一 }一兰竺舀
-

( 1 9 7 7年 ) } 9 3 0 } 9
.

2 } 0
.

8 7 7

高 肥

一
-

一
_

一 般

一
1 6

·

2 !
” · 7 9 0

. . . .口 . . . . . . . . . . .

三
、

小 结

(五 )土旅养分状况与小安品质的关系

土城养分状况的好坏
,

不仅影响小麦产量
,

而且

响影产品的质量
。

不同肥力水平条件下
,

小麦籽粒的

氮
、

碑
、

含量也不同
。

由表 5 资料看出
,

高肥田小麦籽粒中蛋 白质 和

P : O 。含 t 分 别 较 一 般 田 高 2
.

0一3
.

0 %和 0
.

0 76 一

1
。

千斤麦田土壤基础肥力一般比大田对照 (亩产

60 0斤 )要高
。

土壤速效氮
、

速效磷 ( P Z O 。 )
、

速效钾 ( K )

平均含量 (从分菜期到乳熟期 )分别较对照高 1 8
.

4%
,

114 %和 21
.

9 %
。

看来实现小麦高产不仅需要较高的土

竣基础肥力
,

而且要求土坡具有较强的供肥能力
。

2
.

小麦植株体内养分积累有一定的规律性
,

亩产

千斤小麦植株内氮素积累童是从拔节后 开 始 迅 速 .J

加
,

至开花期达高峰
,

磷从拔节期开始迅速增加
,

至灌

浆期达高峰
,

了解小麦不同发育阶段体内养分吸收积

累的这些特点
,

对因地制宜合理施肥十分重要
。

3
。

小麦与土坡之间养分供求矛盾
,

大都出现在小

麦生长发育旺盛时期
。

高产小麦后期追肥
,

常因管理

上的原因不便进行
。

采用叶面喷肥方法
,

既可及时补

给小麦所带养分
,

又不致给小麦后期管理造成不利形

响
,

是协调小麦生长后期养分供求矛后的一项有效措

施
。

小麦孕穗至开花期给叶面喷施 0
.

1%礴酸二 氢 钾

水溶液两次
,

每次每亩喷傲 200 斤
,

可增产 10 %左右
。

三江平原黑朽土
“

哑叭
”

涝的成因及治理意见
,

赵德林 洪福 玉

(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合江农 科所 )

黑朽土 (枯质暗色草甸土 )是黑龙江省三江平原低

洼易涝土坡之一
,

集中分布于该平原中西部的封闭
、

半

封闭洼地
,

主要包括集贤
、

富锦
、

宝清
、

桦川等县和
. `

宏

图
” 、 “

五九七
” 、 “

友谊
”

等农场
。

面积为一千多万亩
.

约

占宜农地面积的六分之一
,

是目前宜垦的主要 土 壤
。

已垦耕地由于受
“

哑叭
”

涝 (耕层或上层滞水)影响
,

单

*
参加本 试验 分析工作 的有杨永华

、

金顺玉
、

谭桂兰等同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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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不高
,

总产不稳
。

据建国以来 ( 19 4牙一 1 97 6) 统计
,

亩

产平均仅192 斤
,

丰欠年单产之差为 180 斤
。

所以研究
`
哑叭

”

涝成因
,

对治理黑朽土
,

加速荒地开发利用
,

建

役 以商品粮为重点的农
、

林
、

牧
、

副
、

渔全面发展的现代

北农业基地具有重要意义
,

近年来
,

有关单位对黑朽土的涝因和方式说法不

一卜
` )

,

我所从 1 97 6年开始
,

连续三年进行了黑朽土

的深剖面调查
,

着重研究土体构造
、

理化性质
、

水分状

况与成浦的关系
。

一
、

燕朽土的分布特点与土体构造

黑朽土多分布于七星河
、

漂生河
、

安邦河
、

挠力

河两岸的低平地上
。

海拔仅 59 一77 米
。

桦南
、

勃利两

地也有以山间盆地形式小片分布
,

虽然海拔较高
,

达

n s一 16 0米
,

但相对低洼
,

易于积水
。

分布区的地势平缓
,

坡降一般在 l / 60。。一 1/ 8000
,

河枯浅而狭窄
,

泄水能力差
,

地势由西南向东北缓缓倾

斜
.

称之谓三江东部沉降区 3 )
,

周围封闭无排水出路
。

每当X 秋雨水集中之际
,

降水加洪水
、

坡水大量入侵
,

是成涝的主要水源
。

此外
,

从地质形成上看
,

这一地区

为第四纪河湖相冲积物形成的深厚粘土层 (3 一 10 米)
,

进水性极差
,

延长了地面水和地下水的滞留时间
.

水分

呈现长期或周期性的聚积
。

土体构造是该土成涝的内因
。

据八个典型深剖面

调查
,

黑朽上自上而 下一般由五个层次构成
,

其各层的

物理性质不同
,

对成涝影响也有差异
。

黑土层
:
平均厚度59 厘米

,

其中包括耕作层和犁

底层
。

该层含有机质较多
,

土壤疏松
,

质地为轻枯一中

粘土
,

容重 1一 1
.

2克/立方厘米
,

持水力强
,

透水较快
。

黄土层
:
平均厚度 100 厘米左右

,

分布深度多在

5 0一 1 50 厘米
。

该层有机质含童为 0
.

87 %
,

土质粘重

(中粘一重枯土 )
,

容重 1
.

2一 1
.

4克/立方厘米
,

大部分

含有石灰
,

影响水分下渗
,

易于形成上层滞水
。

灰黄土层
:

该层厚 1 00 厘米左右
,

分布平均深度
1 40 一 2 60 厘米

。

由于受水分上下移动影响
,

出现大量

锈纹锈斑
,

土坡质地为中枯一重粘土
。

水分渗透较慢
,

容重 1
.

3一 1
.

4克 /立方厘米
。

铁盘层
:

平均厚度 18 厘米左右
,

分布深度随上层

层位高低厚薄不一
,

差异悬殊
。

由于水分下移
、

干湿交

替
,

使铁
、

锰氧化还原淀积
,

形成枯粒
、

铁锰胶结的
、

坚

硬的
“

铁盘础
” ,

容重增加到 1
.

5克/立方厘米 以上
。

该

层以上为载化还原交替层
,

以下为还原层
,

长期处于缺

氧状态
,

紫泥带
:
平均厚度 300 厘米以上

,

分布深度均超过

20 。厘米
,

在个别紫泥带中尚含有流砂层
。

由于长期处

于还原状态
,

土层潜育为蓝色
。

质地多为重枯土
,

紧

实不透水
,

容重 1
.
5一 1

.

6克 /立方厘米
,
形成深厚的隔

水层
,

阻隔了降水下渗和地下水上升
,

产生承压水
,

一

般水头高度为1 10 一5 00 厘米
。

上述构造表明
,

土体下层除有坚硬的
“

铁盘层
”

外
,

还有紧实粘重的紫泥层
,

阻隔了地表与地下水分的联

系
,

使地上水贮存在
“

铁盘层
”

以上三个土层中
,

形成
2一3

.

5米的浅
“

库容
” 。

由于
“

库容
”

小
,

因此在集中降

水期 (7 一 9月 )就出现潜水型成涝
。

同时
,

由于土体的

质地粘重
,

除紫泥带中个别流砂层外
,

均为轻枯一重粘

土 (表 1 )
。

造成该类土城从 50 厘米左右出现的黄土层

起
,

透水性就极为徽弱
,

易于产生上层滞水 (包括冻层

的融冻水 )
,

影响作物生育
,

所以群众称之为
“

哑叭
”

涝
。

二
、

黑朽土的水分状况

1
.

土壤水分来源与变化动态 本区土壤水分 的

主要来源是大气降水和外来水
。

这从涝
、

早年水分动

态变化更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
,

如 1 9 63年是个涝年
,

年

降水量 5 6 3
.

1毫米
。

土集水分明显地分为四个时期
:

春

季融冻返浆期受冻层影响 (5 一 6月 ) ; 夏季失水
“

掐脖

早
”

期 (6 一 7月 )
,

主要是耕层失水 , 秋季聚水成涝期

(8 一 10 月 )
,

潜水上升至地表
,

使耕层水分长期处于饱

和状态 , 冬季结冻上层集水期
。

1 9 7 8年是我区历史上

少有的大早年
。

从 1 97 5年开始降水显著减少
,

平均每

年降水为 37 2
.

4毫米
,

由于连续四年降水减少
,

外来水

断绝
,

使土壤全年处于干早状态
,

根本显现不出涝年水

分变化的四个时期
。

10 。 厘米内的土壤水分含量只 有

15 一 25 %
,

只是到 7一 9月份
,

在。一80 厘米处出现一段

土城水分干早缓和期
,

含水量增到 25 一 30 %
。

2
.

土滚的贮水释水性能 黑朽土饱和持水 能 力

低
,

虽然耕层高达 5 3
.

7 %
,

而黄土层仅35 %左右
,
100 厘

米以下持水能力更低
,

再加上土壤本身
“

库容
”

浅
,

就必

然形成一个小
“

库容
” ,

水分一多即出现潜水成涝
。

据

1) 王承祖等
,
19 64年

,

合江地区低况地执汾拱作技术调查研究
。

(合江农科所资料 )

幻 东北农垦局勘测设计院友谊 排涝试脸站
,
1 9 6 1 一 19 6 4年

,

黑龙江省友谊平原地 区土维过湿成因 的初步 分 析
。

(资

料 )
。

3) 吉林地理所
,
1 97 6年三江平原 地质地貌条件及其与沼泽泥地 的关系

。

沼泽研究室三江平原考察队地理季刊
,
1 期

。

4) 燕龙江省三江平原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水 文 地质组
, 1 9 7 5年

,

黑龙江省三江平原粽合治理规划
。 《水文地质

报青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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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, 土 滚 机 械 组 成 (% )

地地 点点 深 度度 各 拉 级 含 盆 (粒径 . 奄米 )))

《《《厘米 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) >>>>>>> 0
。
2 555 0

。
2 5一 O

。
0 555 0

。

05一 0
.

0 111 0
。

0 1一 0
.

0 0555 0
。

0 0 5一 0
。

0 0 111 < 0
。

0 0 111

}
。

· 。`一 <。
· 。。 ’’

禅禅 川 县县 0一 2555 2
。

1999 2
。

1 999 3 1
。

0 444 2 1
.

7 7 } ;
.

2 555 4 8
。

5 999 6 4
。
6 444

析析 城 公 社社 5 0一 7000 1
。
6 000 l

。

6 000 2 7
。

5 444 2 0
.

5
一

: . ` 777 5 0
。

2 000 6 9
。

1 777

同同 力 大 队队 1 0 0一 1 3 000 1
。

攻333 2
。

3 666 2 9
。

4777 1 2
·

6 3 { 1 4
·

7 444 3 9
。
3777 6 6

。

7 444

111115 0一 1 7 000 1
。

4 111 l
。
0 222 3 0

。

6222 15
。
8 4 1 1

。

6 222 3 9
。

4999 6 6
。
9 555

22222 0 0一 2 3 000 5
。

9 555 7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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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5222 9

.

4 6
.

1 2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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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9 999 5 5
。
0 666

宏宏 图 农 场场 0一 2 222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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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222 0

。
1 777 2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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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444 19
·
1 8 ( 1 5

·
9 888 4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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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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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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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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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0 8 } 1 1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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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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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3 000 0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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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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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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`

1 6
。

1 555 5 2
。
1 222

222220 0一 2 0 555 O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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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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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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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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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8 777 4 0
。
3 222

22222 5 0一 2 5 555 0
。

1 888 0
。

3555 1 3
。

9 999 1 6
。

15 1 9
。

3 888 4 9
。
9 555

33333 1 5一 32 000 0
。
1 000 0

。
8 777 1 3

。

9 333 1 8
.

2 2 2 0
.

3 666 4 6
。
5 222

禅禅 南 县县 0一 2 555 2
。
9 444 1 0

。

1 333 2 5
。
9 555 1 0

。

8 111 1 8
。

3 88888 6 0
。

9 888

土土 龙 公 社社 5 0一 7 000 2
。

5 888 0
。

6 777 2 8
。
1 444 8

。
6 666 1 6

。

2 33333 6 8
。

6 111

四四 合 大 队队 1 50一 17 000 0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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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7222 3 6

。

0 666 1 0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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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6 77777 6 3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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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444 2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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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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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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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8 00000 6 6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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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3332 0一 3 5 00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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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999 3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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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6 111 1 0

。

5 000 2 2
。
0 66666 6 2

。
3 999

(

侧定 (表 2 )
,

最大饱和
“

库容
”
贮水为 16 39

.

7毫米
,

最小

饱和
“

库容
,

贮水为7 21
。

5毫米
,

五个剖面平均饱和
“

库

容
,

贮水为11 63
.

7毫米
,

而该地区黑土贮水t 为18 75
.

7

毫米
,

相应少贮71 2毫米
。

黑朽土不仅贮水能力低
,

`

释水能力更低
。

据测定

两米
“

库容
”

最大释水金少者 77
.

6毫米
,

多者 11 4
。
2 毫

米
,

释水率仅 7
.

7一 1 1
.

召%
。

所以黑朽土排水能力差
,

很大一部分水分需通过燕发和蒸腾来消减
。

此外
,

由

于 75 年以来
,

连续三年千早
,

降水t 比多年平均共减少

50 4毫米
,

造成78 年侧定 . 大库容者 (集资县兴安 )实际

贮水仅 1 24 0
.

2毫米
,

比最大饱和
“

库容
”
少贮 3 99

.

5 毫

米
,

减少 2 4
.

4 %
。

最小
“

库容
”

者 (富锦县长安良种场)

实际贮水 66 2
.

6毫米
,

比最小饱和
“

库容
”
少贮 5 8

.

9 毫

米
,

减少 8
.

2 % ,五个剖面平均
“

库容
”

实际贮水9 30
.

7毫

米
,

比平均饱和
`

库容
”
少贮水233 毫米

.

减少了 20 % (表

2 )
,

使作物生长受到影响
。

因此
,

土徽贮水释水能力

低
,

是黑朽土既怕涝又不执早的重要原因
。

3
。

土滚透水性能 透水性能 差 是黑朽土成涝内

因中最主要的原因
。

从五个土体的透水洲定看出 (表

3 )
,

除耕层持水高
,

透水快外
,

各层次都属于极弱的透

水层
。

以富锦长安 良种场为例
.

耕层透水为 15
.

5毫米 /

小时
,

黄土层为 1
.

4一 4
.

4毫米 /小时
,

灰黄土层为 1
.

6毫

米 /小时
.

铁盘层和紫泥层均为不透水层
。

因此
,

改善

透水性
,

特别是增强 5 0一 10 。厘米黄土层的透水能力
,

是减轻上层滞水成涝的关键所在
。

三
、

黑朽土的盐浪化问皿

从表 4 可看出本区地下水的矿化度不高
,

一般仅

。
.

28 一 O
。

39 克 /升
,

但阴离子组成以 H C O 3 一

为主
,

阳离

子中N a +

也占有较大比例
,

具有碱化的潜在威胁
。

此

外
,

外来水含有各种盐类
,

在长期入侵成涝过程中
,

引

起局部不同程度的盐演化
,

零星分布有石灰性黑朽土
、

苏打盐化黑朽土及盐化黑朽土
,

导致土壤物理性质不

良
,

如苏打盐化黑朽土耕层容重增至为 1
.

26 克 /立方厘

米
,

土城板结
、

紧实
,
土坡持水

、

保水能力显著降低
。

田间持水童降低 9
.

1%
,

毛管持水量降低 10 %
,

饱和持

水量降低 10 %
,

土坡含水盆也降低 7
.

9 %
。

因此
,

治涝

必须同时考虑防止盐演化的扩大问题
。

四
、

治理
“

吸叭
”

涝的几点意见

黑朽土
“

哑砂铲涝是由地形部位
,

土体构造
,

土集质

地
,

水分来源及土城盐演化等综合因素造成的
。

成涝

的水分来源主要是洪水和降水
,

成涝的方式是土体构

造差
, “

库容
”

浅
,

土质粘重持水能力低
,

形成小
“

库容
” ,

造成潜水成涝
。

同时
,

由于土体构造各层次间持水性
、

透水性的差异
,

造成耕层和上层滞水成涝 (包括冻层影

响的融冻水 )两种成涝形式
。

故在治理途径上
,

必须抓

好如下几点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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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 表 2 黑 朽 土 饱 和 库 容 贮 水 t ( 单位
.

奄米 )

深米次厘
地 点

层 度 最 大 饱 和 库 容
` l , 7 5 年 7一 8 月洲定 )

1 9了 8 年 7 月实际库容 } 尚 可 贮 t

1 1 2
.

。
{

: 。
.

。

富 锦 县

长 安 良 种 场

(库容深度 : 2 0 0厘米 )

0一 2 5

2 5一 I Q0

1 0 0一 1 5 0

1 5 0一 2 0 0

总计贮 t

2 4 8
。
1

1 6 8
。
0

1 9 3
。
0

7 2 1
。

5

2 2 5
。
6

1 59
。
0

19 8
。
1

66 2
。
6 5 8 。

9

一一

盆,,曰nóù勺n幼
..

…
一b的口口Ò马,人月才n.̀甘O甘,人

勺自,二,二
2禅 南 县

土 龙 四 合 一 队

( 库容深度 : 2 5 0厘米 )

0一 2 5

2 5一 1 0 0

1 0 0一 1 5 0

1 5 0一 2 00

2 0 0一 2 50

1 1 1
。
9

3 0 8
。
5

2 0 7
。
0

2 4 2
。
0

2 3 3
。
5

总总计贮及及 1 1 0 2
。

999 8 4 0
。
222

集集 资 县县 0一 2 555 12 1
。

333 6 5
.

999 3 9 9
。
555

兴兴 安保 胜 大 队队 2 5一 1 0 000 3 6 6
。

222 2 12
。
88888

(((库容深度
: 3 5 0厘米 ))) 1 0 0一 1 5 000 2 2 0

。
333 17 0

。
QQQQQ

111115 0一 2 0 QQQ 2 2 9
。
111 1 8 2

。
99999

22222 0 0一 2 5 000 2 2 9
。
666 1 9 3

。
99999

22222 5 0一 3 5 000 4 7 3
。
222 4 1 4

。
77777

总总总计贮童童 16 3 9
。

777 1 2 4 0
。
22222

宏宏 图 农 场 一 连连 0一 2 555 10 1
。
999 6 3

。

000 2 0 6
。

555

(((库容深度 . 3 50 厘米 》》 2 5一 1 0000 2 8 5
。
444 2 1 2

一
33333

11111 0 0一 1 5000 2 1 3
。

000 1 6 3
。
00000

11111 5 0一2 0 000 1 8 3
。
000 1 7 8

。
22222

22222 0 0一 2 5 000 2 2 3
。

777 1 9 5
。

99999

22222 5 0一 3 5 000 2 3 5
。

000 2 1 4
。
55555

33333 5 0 以下下 2 2 1
。
111 2 2 9

。 77777

总总总计贮纽纽 1 4 6 3
。

111 1 2 5 6
。

66666

禅禅 川 县县 0一 2 555 1 2 3
。
444 8 9

。
333

{
2 3`

· `̀

新新 城 同 力 二 队队 2 5一 1 0 000 3 3 7
。
000 2 5 6

。
44444

(((库容深度 : 2 0 0厘米 ))) 10 0一1 5 000 2 2 2
。
444 1 7 3

。
44444

11111 50一 2 0 000 2 0 8
。
777 1 3 8

。

44444

总总总计贮盘盘 8 9 1
。
555 6 5 7

。
44444

表 3 黑 朽 土 剖 面 土 滚 透 水 速 度 (单位 : ` 米 /小时 》

县
种 场

集 资 县
兴安保胜大队

宏
农 场 一

图
连

桦 川 县
新城 同力二 队

铭良添嘛李甄
_

禅 南 县
土龙四合一队

富

长 安

0一 2 5

2 5一 10 0

10 0一1 5 0

1 5 0一 2 0 0

20 0一 2 50

2 5 0一 3 00

3 1
。 4

1 5
.

5

{
’

「

17
. ` 一几蔽厂一 {一 石万

4
。

6

2
。
9

7
。
6

17
。

1

3
。
4

4
。

2

.0009月了,曰,曰曲Unón甘

…
1占nōn甘

5
。
8

1
。
4

4
。
4

1
。
6

0

1
。

7

4
。
4

6
。
8

7
。
6

6
。
6

0
。
7 0

。
9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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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朽 土 (

地 点
水 深
( 厘米 )

矿化度
克 /升

地 下

用 离

水 水 质 分 析

子 ( 毫 克 当 盘/ 升 ) 阳 离 子 (奄克当 t / 升
P I王

C 0 3 “

} H C 0 5 -

…
一

竺…~}
” ·

4 9
}

1
·

14

M g . 十

K
+ + N a +

集 贤 县 兴 安
保胜大队机井

0
。 2 8

0
。
3 9

0
。
3 6

0
。
8 1

禅 南 县 土 龙
四合一队土井

3 。
2 1 0

。
7 7

2
。
5 6 0

。
7 3

O
。
3 2 7

。
8

黑一

…00Ù
ù
U山UnU工的̀一勺J今

川 新 城 同
二队剖面下

.“ù跪Uó仆.八甘月心J性
图 农

一 连 气 象
场
站

神力宏

富 锦 县 长
安 公 社 土 井

1
.

整个三江平原的综合开发治理是根治黑 朽 土

涝灾的根本措施
。

只有这样
,

才能控制外水侵入
,

贮足

内水
,

涝早兼治
。

在此基础上建设方条田
,

就可遇涝

能排
,

遇早能灌
.

确保高产
、

稳产
。

2
。

在综各开发治理的基础上
,

可采用机械松土
,

生物改土
,

农肥改土
,

施砂改土等措施加深耕作层
,

打

破滞水层
,

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
,

增强透水排涝能力
。

3
。

全面规划
,

合理布局
。

农
、

林
、

牧三者要合理安

排
。

如盐渍化土壤宜于牧业用
,

就不要开垦 以免破坏

植被
,

加剧土壤盐渍化
,

做到水盐兼治
。

4
.

对已出现的盐渍化耕地
,

要合理灌水
,

合理拱

作
,

防止加重盐演化
。

锌对三麦的增产效应及其施用技术
,

谢潜渊 彭 落

《江苏省扬州地区农 科所 ) (江苏省仪征县新城农科站 )

不同作物对徽量元素的反应极不相同
,

一般可分

为
:
最灵敏

、

中等灵敏利不灵敏三类
。

据报导
,

小麦
、

大麦是对锌不灵敏的作物 ,但也有人认为
,

在石灰性土

坡上
,

锌对小麦有增产作用 , 笼
、

锌配合有提高小麦产

t
、

籽粒蛋白质含量和质盈的作用
。

我们于 1 977 年秋

播开始
,

在所内
、

所外进行了锌对三麦的多点肥效试

验
,

都取得了良好的增产效果
。

197 8年我们除进行临

界期和施肥技术试验外
,

在全区化肥试验网统一布置

了设有重复的小区肥效试验
,

并在已取得明显效果的

社
、

队设立大面积示范区
。

个县市 40 个土样有效锌分析的结果
:

自痕迹至 4 p p ln

其中32 个土样 (占80 % ) 有效锌含量在 。 .

s p p m 以 下
,

属明显缺锌范围 , 4 个土样 (占10 % )
,

在 。 .

5一 IP p m

之间介于缺与不缺的边缘值 , 4 个土样 (占 10 % )在 1

p p ln 以上
,

属不缺锌的 范围
。

从本地区各片土坡有效

锌含量的分析结果来看 (表 1 ) ,

本地区绝大部分土城

(占8。% )属明显缺锌范围
。

二
、

试验结果

一
、

土旅的甚本农化性状

根据本地区里下河
、

通扬运河沿线
、

高沙土
、

沿江

等四片 14 个土样的分析结果
,

土坡p H在 7一 8之间
。

有

机质含量 0
.

99 一 2
.

32 %
,

全龙含量 0
.

74 一 1
,

32 %
,

速效

磷 ( P : 0 。 ) 6
.

改一 z 7
.

7 P P m
,

速效钾5 0
.

0一 9 2
.

7 P P m
。

兴化
、

高邮
、

江都
、

邢江
、

泰县
、

泰兴
、

仪征
、

扬州市等八

(一 )三麦缺锌症状 植物缺锌多数是潜在的
,

并

不表现症状
,

但在严重缺锌情况下
,

植株营养严重失

调
,

可能出现症状
。

1 97 8年春在泰兴北新公社西徐四

队新平整的土镶上和泰县姜捻公社农技站地力 瘩 薄
、

有机肥料又施得少的黄沙土上
,

197 8年冬在太兴河失

公社失迷一队填沟的平整田上
,

以及 19 7 9年在江都商

* 土样有效锌含盘承南京土维所协助分析
, 特此致谢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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